
第0 1卷第 6期
1 990 年 1 2月

水土保持通报

Bu l le七 i no f 50 11 a nd W
a te rCo ne s rva tio n

V o l
。

0 1 N o
。

6

De e。 ,
1 9 9 0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

刺槐林水分生态条件及生产力研究

马玉玺 杨文治 杨新民

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部院学科利国中水

提 要

本文通过对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 ( 冲 刺槐林进入中
、

壮龄期后
,

蒸腾耗水
、

降水和土

壤贮水量的季节变化
,

以及刺槐在生长过程中不同时期水分条件的变化和刺槐生长反应的分

析
,

认为本区基本适宜刺槐生长
。

但是本区刺槐林对水分的有效利用率校低
,

据估算其年有

效耗水只占年降水量的 46 %左右
,

并且土壤水分经常处于亏缺状态
,

这将对今后刺槐生长产

生不利的影响
。

据此作者提出了如下建议
:

1
.

本区应 以营造水土保持林为主
,

并把刺槐作

为重点推广树种 ; 2
.

加强造林整地工作
,

合理布设造林水保工程
,

加强林地管理
,

提高水

分利用率
。

关健词
:

林地土壤水分 蒸腾强度 蒸腾耗水量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二副区地处半干早地区
。

据多年试验研究
,

区内人工林地土壤水分经常

处于亏缺状态
,
水分成为直接影响树木生长的限制因子

。

为了评价本 区造林的适宜性
, 我们在陕

北延河支流杏子河流域下游的安塞县沿河湾乡茶坊村
,

对刺槐林地水分生态条件及刺槐生长过程

进行 了定位研究
,
现将研究结果初报如下

。

一
、

自然条件及研究方法

试验区植被稀疏
,

气候干早
,

年均降水量 54 9
.

l m m ,
降水年变率大

,
枯水年只有 3 00 m m 左

右 , 丰水年可达 7 00 m m 以上
, 且降水年内分配不均

, 7 ~ 9 月降水占年降水量的 6 1
。

1%
,

年 蒸

发量为 1 4 63 m m
。

标准地选在海拔 1 2 50 m 的坡地上
,
坡向为半阳坡

,
坡度 25

“ ,
土 壤 为 黄 绵

土,
供试树种为 14 年生人工刺槐林

,

保留株数 2 2 7 8
.

8 株 / h a ,
林分平均高 l o

.

l m ,
平 均 胸 径

7
。

6 c m
,

上层覆盖度为 62 % ,
林下多长芒草

,
铁杆篙草丛

,
盖度为 60 % ~ 70 %

。

为了查清刺槐林地土壤水分条件的年际动态变化
, 我们 自1 9 8 0年起进行了连续 10 年的定位观

测
。

另外
,
又于 1 9 8 9年 6 月至 10 月 ,

在标准地内选择标准木
,

在标准木树冠南向上
、

中
、

下三个

部位选择标准枝
, 用离体快速称重法测定蒸腾强度

。

测定时间为每月选择典型 日按 8
、

10
、

1 2、

14
、

16
、

18 h各测定一次
, 每次 3 个重复

, 同时测定光照
、

气温
、

相对湿度及风速
,
并同 步对刺

槐林地 。 ~ 3 m 土层土壤水分进行了测定
。

在观测树木蒸腾的同时
,
采用标准枝法测 定 单 株 叶

量
, 以估算蒸腾耗水量

。

根据以上观测结果
,
我们就刺槐林在生长季内不 同季节耗水状况与同期

注
:
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 ( I ) 系指陕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第二副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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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水及土壤水分状况进行了比较
, 同时还对新选标准木采用解析木法

, 对刺槐生长进程及其在不:

同时期
,
不 同水分年的生长状况进行了对 比研究

,

进而对本区刺槐的水分生态条件进行了分析评

价
。

二
、

研究结果与分析

刺槐属中生树种
, 既喜湿润肥沃的土壤又耐千早痔薄

,
有较强的适应性和抗逆性

。

据对区内

刺槐根系的调查
,
刺槐属浅根性树种

,

主根不明显而侧根发达
,
侧根垂直延伸可达 7 m 左右

,
从

根系的分布来看
,
自 。 一 s m 根系都很发达

,
但是在 。

.

2一 1
.

2m
、 2

.

c ~ 5
.

o m 出现两个根系较密

集区
,
这对适应本区气候干旱

,

充分利用土壤水分
,
缓解水分供需矛盾有一定的意义

。

(一 ) 不同季节典型日刺挽的燕腾耗水特征

本区地下水埋藏很深
,

植物生长所需水分主要来自天然降水
, 而树木蒸腾耗水是较大的一项

水分支出
。

从在不同季节选择典型 日的测定结果来着 , 蒸腾强度的日变化有着明 显 差 异
, 见 表

1 o

裹 1 不同攀节荆挽燕肠强度的日变化

测 时

( h )

6 月 5 日 7 月 8 日 8 月 9 ! { 9 月 1 2日 工0月 1 2日

燕腾强度
( g /g

·

h )
温 度

( ℃ )
蒸腾强度
( g / g

,

h )
温 度

( ℃ )

蒸腾强摩 …
( g / g

’

h ) }

七孟 度
、 ℃ )

蒸腾强度
( g / 9

.

h )
温 度

( ℃ )
蒸腾强度
( g / 9

.

h )
温 度

( ℃ )

0
。

4 0

0
。

4 4

0
。

5 6

0
。

3 6

0
。

5 6

0
。

1 7

0
。

4 2

1 8
。

2

2 5
。

0

2 7
。

0

2 7
。

8

3 0
。

8

2 8
。

2

2 6
。

2

0
。

2 5 2 2
。

0

0
。

5 4 2 4
。

8

1 2

1 4

0
。

5 7 3 0
。

0

0
。

5 7 2 9
。

0

0
。

2 6

0
。

4 9

0
。

1 8

0
。

1 6

0
。

0 7

0
。

2 3

1 8
。

2

2 1
。

8

2 4
。

6

2 4
。

4

2 2
.

4

2 2
,

3

0
。

0 6

0
。

1 1

0
。

2 7

0
。

1 9

0
。

1 0

O
。

0 4

0
。

1 3

1 2
。

2

1 6
。

8 0
。

0 5 1 0
。

0

2 2
。

6 0
。

1 5 1 6
。

Q

2 4
。

8 0
。

0 6 1 9
。

4

1 6

1 8

0
。

5 7 2 9
。

3 2 4
。
易 0

。

1 1 2 1
。

2

0
。

4 9 2 7
。

2 2 5
。

0

O
。

5 0 2 7
。

1 2 1
。

2

O
。

0 5

0
。

0 8

1 7
。

2

1 6
。

8均

由表 1 资料绘成图 王
。

由图可见 6 月至 7 月 日蒸腾的相对值较高
,

并表现为双峰曲线
,

第 1次

高峰出现在 1 2 h ,
第 2 次出现在 16 h , 而进入 7 月中旬的雨季后

, 日蒸腾值变小
,
其进程 表 现为

单峰曲线
,
高峰区出现在 1 2 h左右

。

从不 同月份典型 日蒸腾强度 的测定结果分析
,
刺槐自 5 月中

旬发叶后
,
随着气温的升高

,
蒸腾强度逐渐增强

。

如图 2所示
, 7 月份蒸腾强度达到最大值

,
其

日蒸腾值达O
。

5 9 / g
o

h , 8 月份 日蒸腾值下降
, 8 月之后 以平稳的趋势逐渐下降

。 6 一 7 月是机

槐蒸腾的高峰区段
,
其典型 日蒸腾强度变动在 0

.

42 ~ 0
.

5 0 9 / .g h之 间 ,
而这段时间正是刺槐旺

盛生长阶段
,
正值高温和干早时期

, 因此
,
在这一时期能否有足够的水分收入对刺槐生长是极其

重要的
。

我们利用不 同月份典型 日所测蒸腾强度值
,
计算了刺槐各月的蒸腾耗水量

,
与各月降水量与

0 ~ 3 m 土层土壤平均含水量的变化进行了对比分析
。

月蒸腾耗水量的推算公式为
:

月蒸腾耗水量 (m m )
=
昼夜平均蒸腾强度 ( g / g

.

h ) x 单株叶量 ( g ) 火密 度 (株 / h a) 减

24 ( h ) x (3 o天 一降雨天数 ) + 10
7

(注
:

假设降雨 日无蒸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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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蒸腾强度 日变化曲线 图 2 蒸腾强度季节变化曲线

根据上式将计算结果列入表 2 ,
从 表 2 资料分析

, 6
、 7

、
8三个月蒸腾耗水量 的相对值较

高 ,
变动在 4 5

.

9一 9 9
.

5 m m 之间
,
占同期降水量的 72

.

7 %
,
水分的相对有效利用率较高

,
而 9 、

10 月蒸腾耗水量的相对值迅速降低
,

两个月合计为 4 1
.

2 m m , 且水分的相对利用率较低
, 有效耗

水只占同期降水量的3 5
.

9 %
。

表 2 水分条件的攀节变化

月 。

卜
夜平均蒸

碗下
一

落
一

卜
腾耗水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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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 、 壤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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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 9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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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_

一
。

一

从各月水分状况来看
,
自 6 月中旬进入雨季后

,
降水开始增加

, 6 月降水量与同期蒸腾耗水

量的相对值大体相抵
, 因此 , 6月份 O ~ 3 m 土层的土壤平均含水量与 5 月相 比没有变化

; 而进

入 7 月份
,
降水量增加达 1 68 m m ,

这一时期虽然气温较高
,
蒸腾耗水量较大

,
但是

,

由于 降 雨

补充了大量 的水分
,

加之 由于阴雨天降低了林地的蒸散量
, 因此这一时期土壤水分 得到 较 大 恢

复
, o ~ 3 m 土层土壤平均含水量达到 9

.

85 % ,
较 6月份提高 55 % 多 进入 8 月份

,
蒸腾耗水量的

相对值迅速下降到 45
.

9 m m
,

但是这一月的降水量也有 4 6
.

8m m ,
这时气温仍然较高

,
林地蒸散

强烈
,

土壤水消耗较大
, 0 ~ 3 m 上层土壤平均含水量下降到 5

。

71 % , 已接近凋萎湿度
,
这对刺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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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长是很不利的
;进入 9 月份

,
,

蒸腾耗水量的相对值迅速下降
, 只有 24

.

l m m ,
但是 9 月份的

降水量却高达 10 4
.

2 nI m
, 因此土壤水分得到一定的恢复 , 而进入 10 月份 ,

气温下降很快
,
耗水

量减少
,

同期降水也较少
, 土壤水分无大的变化

。

19 8 9年为平水年
,
从刺槐林地的水分状况来看

,
生长季内降水基本能满足刺槐蒸腾耗水的需

要
,
并且土壤贮水对刺槐生长起了一定的调节作用

,
但是

,
从生长季初与生长季末土壤水分的比

较来看
, 经雨季土壤水分没有得到补偿

,
与生长季初土壤贮水量基本相同

, 也就是说
,

1 9 8 9年降

水与耗水大体保持平衡歹说明当地刺槐只能依赖当年降水维持生长
, 土壤水分亏缺难 以 得 到 补

偿
, 这对下一年刺槐的生长将会带来不利的影响

。

在 1 9 8 9年刺槐的整个生长季内
,
降水量为 3 9 9

。
3m m

,

刺槐蒸腾耗水量的相对值为 2 4 8
.

0 m m
,

总耗水量为 39 .7 7m m ,
蒸腾耗水量的相对值占同期降水量的 6 2

.

3 % ,
占全年总降水 量 的 46 %

。

因此
,

区内刺槐对水分的利用率并不高
,
这可能是 由于两方面因素造成的

,

一是区内暴雨频繁
,

如 1 9 8 9年 , 月
一

16 日一扫降雨达工。 8
.

3m m ,
使大量降雨难以就地入渗

,
形成超渗产流

, 以 径 流方

式流失 ; 二是本区蒸发强烈
,
据在刺槐林水分平衡场的测定

,
刺槐林地蒸散量占降水的 84 % ~ 90

%
,
也就是说

, 1 9 8 9年水分无效蒸发量的相对值占降水量的 38 % ~ 44 %
。

因此
,
如何采取措施来

减少径流和蒸发
,
对提高本区水分利用率是极其重要的

。

(二 ) 杰分生态条件的年际变化及刺挽生长的反应

根据 《中国主要树种造林技术》 一书的资料
,
在刺槐生长过程中

, 旺盛生长高峰只有一个
,

出现在 2 ~ 6 年
,
胸径旺盛生长期可能出现两次

, 一次在 5 ~ 10 年间
,
一次在 15 ~ 25 年间

,
但以

第 l 次旺盛生长期的生长量最大
,

而在立地条件差的地方或多代萌生林只出现一个旺盛生长期
,

主

要特点是来的早
,

持续时间短
,

以后一直保持较小的生长量
。

从本 区刺槐生长过程来看 (见表 3
、

衰 3 刺挽生产过穆总裹

树龄

(年 )

胸 径 ( m m ) 树 高 ( m ) 材 积 ( e m
3 )

总生长量
连 年
生长量

平 均
生长量

总生长量
连 年
生长量

平 均

生长量
总生长量 连 年

生长量
}平均生

}长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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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树高生长旺盛出现在 1 ~ 3年

, 以后基本保持在 J
.

4 m a/ 左右
,
只在个别 年 份 有 新 增

加
,
但很快减低下来 ; 胸径旺盛生长出现了两次

, 一次在 2 一 3 年
, 一次在 8 ~ 9 年

,
但以第 1

次生长量最大
,
达 1

.

cI m a/ 以上
, 以后渐趋减低

。

由此分析
,
本区刺槐树高

、

胸径生长 过 程 表

现出旺盛生长期来的早
,

持续时间短的特点
,
这表明本区的立地条件比较差

。

卜
令一

二一

一
二二“

-

一
树离平均生长 t 一一一一 脚径平均生长量

..Lr....十...、
.`1舀Un

(.。)姆皿

树离连年生长盆 —
· ·

— 脚径连年生长互

宝à祖茸

2一 3
.

4
”

下” 犷
一

, 10 11

时间 ( a )

树高
、

胸径生长过程曲线

I合 13 ! 4

(勺)璐书州分堪
.

牙卜

咖..110011湘恻
. 0东L氏氏

从刺槐材积生长过程分析

(见图 4 )
,
树龄 自 1 ~ 3 年

材积生长逐渐加快
,
但增长速

度较慢
,
而从第 4 年开始

,
材

积生长速度迅速加快
,
并保持

在 0
.

01 m
”

/ a 以上 ; 由此 可 将

本区刺槐生长过程分为如下三

个阶段
:
第 1 阶段 1 ~ 4 年为

幼龄期
,
第 2 阶段从第 4 年开

始
,
进入 中

、

壮龄期
,

第 3 阶

一
息生长 t

~ 一一
一平均生长 t

一
·

一 连年生长 t

/ 一 \

/
/ \ _

.

/ 一
’

一 / ( …
,

/
, - -

一二乡夕
`

/ 尸
,

一
/

子咔产专二

,

酗骂州司
.1

州
.

词...00l

. , 生0 f l l言 互3 1吸

时向 (a )

图 4 刺槐材积生长过程曲线

段是近成熟
、

成熟林期
。

从目前本区 14 龄刺槐生长状况来看
,
尚处于第 2 阶段

。

根据刺槐生长过程分析
,
在幼龄期

,
树高

、

胸径生长较快
,
而材积增长速度较慢

, 进入中
、

壮龄期后
,
材积生长量迅速提高

,
但是

,
这一时期树木个体增大

,
耗水强烈

,
水分供 需 矛 盾 突

出 , 表现在材积连年生长量随年降水量的变化而 出现上下波动的现象 (见图 5 )
。

从区内不同阶段的水分条件与刺槐生长分析
, 图 5 表明材积生长与降水量的关系并不同步

,

且有材积生长滞后于降水量的规律性
,
材积生长缓慢的年份

,

却是蒸散量减低
,

土壤水分条件得到

补偿的年份
。 1 9 7 6一 1 9 7 8年刺槐正处于幼龄阶段

,
这一阶段植株个体较小

夕
耗水量也较少

,

但却

恰恰处于降水较丰的年份
,
年降水量多在 55 om m 以上

。

因此土壤水分条件较好
,
这就为刺槐进入

中
、

壮龄期的生长提供了较好的水分条件
, 因此

,
在 1 9 7 9~ 1 9 8 0年连续两年降雨不 足 45 o m m 的

情况下
,

刺槐材积生长量得以迅速增加
,
而 同时伴随着对土壤水分的强烈消耗

, 0 一 Z m 土层土

壤贮水量下降到 2 3 7
.

5m m (见表 4 )
, 土壤水分亏缺值达 2 4 o

.

g m m , 因此在 1 9 8 1 和 1 9 8 2年
r

尽管降水量有所增加
,
但对当年材积生长补益不大

,
材积生长明显下降

,
但土壤水分 却得 到 部

分补偿
, 0一 Z m 土层贮水量达 3 7 7

·
“ m m

o 1 9 8 “年降水量达 7。 ” m m
,

加之
、

煎期 土 壤 水 分 条
件较好

,

所以这一年刺槐材积生长迅速回升
,

同时
,

土壤水分得到较好的恢复
, O一 Z m 土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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壤贮水量达 4 7 3
.

5 m m
,

因此

在 1 9 8 4年降水仅 50 0 m m 的情

况下
,

材积生长量仍然保持增

长的势头
。 19 8 5年降雨继续增

加
,

材积生长持续上升
,

自工9 8 3

~ 1 9 8 5年连续的丰水年促进了

刺槐的生长
,

同时使土壤水分

得 到 改 善
,

为刺槐生长提供

了较好的水分条 件
,

因 此 在

1 9 5 6一 19 5 7年连续两年持续干

早的情
、

况下 (降雨均在 40 o m m

以下 ) 材积生长量却大幅度提

高 0
。

Z m
“

/ a ,

但是 这 两 年 土

壤水分消耗十分强烈
,

生长季

末 。 一 Z m 土层土壤水分亏缺

量达 2 8 3
。

g m m
,

已接 近 凋 萎

ǎ.è碱零那姗洲酬书胜

连年生长 t
生长甲初卜 2吐月土城储木盆

生长承宋0一 2吐层土姗储水盆

1, 75

图 5

目气拓产一一污丽
’

~
’

币 f
一

川 ? ” , 。

时间 ( a )

材积连年生长量与降雨及土壤贮水量的关系

湿度
,

土壤干早严重
,
对刺槐生长产生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

利用表 4 资料
, 我们采用多元逐步回归方法对刺槐生长与水分条件的关系进行 了分析

,

共选

择 6 个变量
,
包括因变量 1个 V宜一连年生长量 ( c m

“

a/ ) , 自变量 5个
,
分 别为 T 一 树

(年 )
、

P 一年降水量 ( m m )
、

P
;

一 4 ~ 1 0月降水量 ( m m )
、

w :
一生长季初 。 ~ Z m 土 层

土壤贮水量 ( m m )
、

w
Z

一生长季末 。 ~ Z m 土层土壤贮水量 ( m m ) , 选择 F
: = 3

.

59 的显著

水平检验作为标准
,

确定每个变量引入或剔除
,
将以上数据输入计算机运算得出逐步回归的结果

为
:

V 连 = 7
。

7 7 1T
2 一 x

。

3 0 3 P
, + 1 5 5 2

。
4 6 4

裹 4 水分条件的年际变化

4 ~ 1 0月

降 水 量

( m m )

\
生长季初。~ Z m

降水量

( n l m )

土 层 水 分
生长期 0一 2

m土层贮水
量的变化

( m m )

材积连
年生长

贮水量
( m m )

亏缺量
( m m )

量
( e m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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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1 9 5 0年

1 9 8 1年

1 9 8 2年
1 9 8 3年

1 9 8 4年
1 9 8 5年

1 9 8 6年

1 9 8 7年
1 9 8 8年

1 9 8仑年

生坚曹燕草
m

贮水量 } 亏缺量
( m m ) 1 ( m m )

{

7 0 1
。

0

5 0 3
。

7

6 6 6
。

8

3 5 1
。

3

4 0 4
。

8

7 2 9
。

2

5 4 0
一

0

2 7 4
。

0

2 6 8
。

7

3 1 9
。

1

3 1 2
。

5

3 4 9
.

3

2 2 4
0

7

2 7 4
。

0

1 9 2
。

7

1 7 5
。

4

3 1 0
。

9

2 3 7
。

3 7 7
。

3 0 4
。

4

4 7 3
。

5

3 7 4
。

6

3 9 0
。

1

1 7 8
。

0

1 9 4
。

5

2 8 3
。

8

1 8 3
.

0

2 4 0
。

9

1 0 1
。

2

1 7 4
。

0

4
。

9

1 0 3
。

8

8 8
。

3

3 0 0
。

0

2 8 3
。

9

1 9 4
。

6

2 9 5
。

4

一 3 6
。

5

1 0 8
。

5

一 1 4
。

7

1 6 1
。

0

2 5
。

3

1 6 5
。

4

一 9 6
。

0

1
。

8 0

1 0 8
。

4

一 1 2 7
。

9

2 1 6 0
。

0

7 7 0
。

6 8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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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_ _ _ _

_
_

_ _ _

一
一
一

回归方程的复相关系数 R二 0
.

9 8 89 , 回归方程的剩余标准差 s = 2 46
.

3 0 8 8 , 回归方程的最 终 F 计

算值 F F = 1 4
.

72 > F
Z _ 。 . 。 , = 9

.

5 5。

由回归方程的 R值及 F 检验值可 以判定
,

该回归方程的关系

是极显著的
。

由以上回归结果分析
,

树龄及 4 一 10 月降水量与材积连年生长量有显著关系
,

因此回归方程选

入了这两个变量
,
而其余变量被剔除了

,
并且材积连年生长量与树龄的平方成正相关关系

,

这表

明本地区的水分条件目前尚能满足刺槐生长的需求
,
材积生长逐年以指数形式迅速增长

,
但是

,

材积生长又受到水分条件的制约
。

这表现在材积连年生长量与 4 ~ 1 0月降水量出现了 负相 关 关

系
,

材积生长速度随降水量的变化而上
、

下波动
,
而二者的负相关关系并不是说降水量越少

,
材

积生长速度越快
,
从生物学的意义上来解释

,

进一步证明了材积生长量滞后于降水量的规律性
。

综上所述
,
本地区刺槐一方面受水分条件的影响而上

、

下波动
,

出现材积生长滞后于降水量

变化的现象
,

即材积生长高峰出现在丰水年后的枯水年
,
而低峰出现在枯水年后的丰水年

,

另一

方面材积生长在中
、

壮期又以指数形式逐年增加
,

说明本地区降水能满足刺槐生长的要求
。

从土

壤贮水量的变化分析
,

丰水年虽然使土壤水分得到一定补偿
,

但是经冬春融冻期
,

土壤水分蒸发

强烈
,

使大量土壤水分无效消耗
。

如 1 9 5 5年和 1 9 5 5年
,

降水量高达 7 o l
.

o m m 和 6 6 6
.

8 m m
, o一 Z m

土层土壤贮水量经雨季恢复期后
,

分别达到 47 3
.

5m m 和 3 9 o
.

l m m ; 但至翌年生长季初 0 ~ Z m

土层土壤贮水量分别下降到 3 4 9
.

3m m和 2 7 4
.

0 m m
,

分别下降了 26
.

2 %和 2 9
.

8 % 、而丰水年后的早

年
,

正是刺槐生长的高峰年
,

土壤水分非但得不到补偿
,

却被大量蒸散耗失
,

致使土层 出现水分

严重亏缺的现象
,

这将对刺槐生长产生抑制作用
。

再从土壤水分的年标变化来看
,
在半千早黄土

丘陵沟壑区第二副区
,
刺槐林明显恶化了土壤水分生态环境

,
加剧了土壤向干燥化发展

, 土壤水

分亏缺加剧
,
这对今后刺槐生长必将带来不 利的影响

。

三
、

几点建议

根据本地区水分生态条件的特点及刺槐生长规律
,
我们提出以下儿点建议

:

1
.

本区水土流失严重
,
刺槐根系发达

,

耐早速生
,

是较好的水土保持树种
,

可作为重点推

广树种 ,

2
.

加强造林整地工作
,
合理布设造林水保工程

,

拦蓄降水
,

增加入渗
,
改善土壤水分条件 ,

3
.

加强林地管理
,
及时松土除草

,
减少水分的无效消耗

,
提高水分利用率 ,

4
.

本区应以营造水土保持林为主
,
但在年降水量 50 0m m 以上地区

, 可选择水分条件 较 好

的阴坡
,

半阴坡及沟圾地
,
营造小径级用材林

,

以解决当地木材短缺的矛盾
,
营林密度不宜大于

1 5 0株 /亩
。


